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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香港人過年
馬建福說，香港華人的過年絕對不是在

大年三十等㠥看春節晚會，有的人甚至都
不知道有春晚這個說法。他們幹什麼呢？
忙碌了一年，輕鬆的日子在耶誕節期間已
經休閒慶祝過了，春節是一家人團聚的繼
續。當然，香港華人也沒有內地百姓辛辛
苦苦一年下來，千里擁擠回家團聚的悲苦
情結，因為一年頻繁的節假日使華人對於
各個節日都有些習以為常的感覺，往往以
為，所謂節日就是親戚朋友聯繫團聚吃大
餐。一年按時日計算，耶誕節的假期是最
長的，加上周末有十四天，其次是春節，
周末合起來是七天。除了一家人團聚吃
飯、聊天或者打幾圈麻將之外，香港華人
最為時尚的還是外出旅行或者選擇好天氣
去附近島嶼遠足、野餐等等。
傳統過年習俗中的各種禁忌，香港華人

華人也是遵循的，不過有一點是南北東西
差別所致，粵地廣東人移居香港，許多習
俗也是繼續不斷，不過見面時的問候語可
見此地真正的商業氣息，見面雙手一拱，
來一句「恭喜發財」，聞者自然知道下一
句是「紅包拿來」。說起給紅包，還真有
特色。誰能得到紅包呢？已婚者自然沒有
希望，無論年齡多大，未婚者都會在春節
期間收到來自長輩、朋友的紅包，具體數
目則各有不同。
除了發紅包，一家人的聚餐還真需要重

筆記錄一下，因為華人團聚習俗不變，鬼
佬一年在耶誕節期間不遠萬里都要回家相
聚，至少為了體現自我認同、自我文化特
色，儘管遠在海外，他們還是會不遠萬
里，在這個短暫的假期回來與親人團聚。
那麼團聚時吃什麼呢？說起吃，香港本來
就是飲食天堂，世界名菜佳餚齊聚香港，
習慣了外出飲食的華人在這一天不會像內
地人在餐廳訂上一桌，所謂下館子顯擺吉
慶一下，而香港華人卻更願意選擇此時回
家蝸居，慢慢準備一桌，一家人圍㠥桌
子，一邊天南地北的神侃，一邊津津有味
地享受美餐，正所謂一切盡在大餐中。

飲食結合交際文化
華人對雞的青睞，對鴨、鵝的大吃在內

地可能少見，至於海鮮類，更是司空見
慣。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對食物含量以及
哪些多食，哪些少吃的講究，在香港可謂
非同一般。富裕的人近些年對有機蔬菜的
追求，講究營養飲食的人們往往喜歡理智
地選擇一些特別的食品，即使價格昂貴，
他們也是在所不惜的。年夜飯中的除了色
香味齊全之外，還會添加一些營養元素。
有一點需要透露，香港華人的飲食正在慢
慢地向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印尼傾
斜，這與常年在家為他們烹飪的傭人是離
不開的。
所謂民以食為天的分析之外，華人在春

節期間的活動還有重要一項，春茗。
春茗是香港社會商業化、資本化過程中

形成的一套聯繫同事關係、夥伴親情感的

必須慶祝。春節過後，一個公司、幾個商
業夥伴會相聚定時某地，一起大吃一頓，
同時送上幾個抽獎儀式，歡聚一堂，不可
缺少，這在內地不知有無，對於筆者而言
還真是新鮮事。華人對於傳統習俗的捨棄
也隨㠥商業化的濃重而逐漸為帶有商業字
樣的內容所取代。回到內地，特別是西北
鄉野，看到家家掛紅燈，戶戶貼對聯，所
有院子都披上節日的紅妝，在香港卻是少
見的，香港人也不會花錢放鞭炮，更不會
張燈結彩過大年，不可忽略的還是那些貼
在門口的恭喜發財、生意興隆等等。
香港人在農曆年私家舞獅、放炮的慶祝

現在都被官方的集體性行為所取代了，無
論耶誕節、元旦還是春節，維多利亞港的
煙花表演。成千上萬的人在獲知何時舉行
時，往往舉家出動，在陣陣喝彩歡呼聲
中，迎接每一個新節日的到來。維多利亞
公園的花展這些年逐漸成為香港人迎接新
年的儀式之一。
為了在年節來臨前再增加點收入的花商

不知何時共謀了這樣一個盛展。各種鮮花
雲集公園各處，愛美愛花的華人成群結隊
欣賞各種鮮花，當然也有愛不釋手者會情
不自禁花上幾筆錢，買上幾束花，拿在手
上，也是節日的喜慶表達。燈飾也是這些
年興起的集體行為。一幢幢高樓大廈的業
主一起集資，把整個大樓用各種花色的燈
飾妝點起來，每每節日來臨，徹夜長明，
可謂為節日披上盛裝。

論香港人的認同
香港人，對於殖民主義的理解當然不僅

僅是經濟的眼前利益實現，不可忽略的還
有在政治、文化、生活樣態諸多方面的不
同。如果有人問一個香港華人，你是哪裡
人？他會說香港。那國家呢？中國。那你
是中國人嗎？他會說，不是啊，我拿的是
英國海外護照或者說我沒有中國身份證、
護照等等。
所以說，這種認同給了我們一種「人」

與「國」之間認同的差異性。同樣的例子
表現在海外華人身上。我們在海外某國見
到華人，他們非常熱情，尤其碰到同一家
鄉的，更是友愛倍增。但是提及政治、歸
屬方面，對方則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態
度。所以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當涉及文
化性、地域性或者歷史存在性的表述時，
香港人一般都會產生認同上的共鳴，如果
涉及政治方面、自身利益方面的內容時，
就要另當別論。

香港人經歷了資本主義經濟、文化、政
治、法律等方面的薰陶之後，他們所秉持
的生活樣態、價值觀、人生觀甚至世界觀
都與橋那邊的人大相徑庭。經濟方面的成
就，使香港人對於政治方面的被殖民和被
控制視而不見，只顧眼前利益的生活習慣
使他們對於過去恥辱的記憶消失殆盡，思
想方面的記憶重構也沒有提及曾經被殖民
的不良，因為殖民在非政治化的語義中只
不過是一種被圈定的生活方式而已。從結
果看經歷，香港人甚至對英國殖民反而有
種感恩心態，畢竟英式治理讓這個小島有
了依法辦事、依法治理和依法生存。

文明結合與文明衝突
文化方面呢？香港人有錢了，腰桿直

了，在竭盡全力表述香港人的文化範式
時，自然忽略了英國政府政治化、法制化
管理後面隱藏的生活樣態已把華夏之根隱

沒在厭棄的包袱之中，尤其在英式強勢滿
布全球，並因英美文化為世界流行時，對
於中華文明則更是棄之而後快。因為這種
生活所謂無意識的接受反而有了兩種文明
的自然契合，無所謂正統與非正統的兩
分。
不過，在香港人看來他們還是樂於被認

可為英式文化，紳士風度等等。不可忽略
的是，儘管英國文化大行其道，本土模子
還是不可盡棄的，如果要舉個例子的話，
那就是習慣了吃羊肉串和㢮的新疆人即使
在廣州生活上三代，依然不忘羊肉串和㢮
一樣。好的是，這兩種文化的對接，才有
了中西合併、中外結合的所謂文明結晶在
此，對於所謂文明的衝突也是必然一擊。
因此，香港每年有那麼多節假日，例如佛
誕、聖誕、元旦等。當然香港人對此也是
樂此不疲，多休息誰不願意呢？對於哪個
假期或節日比較看重，自然要因人而異，
也要看受哪種文化的薰染多少來定，還要

看當前哪種文化、哪種儀式表現更為有
利，正所謂趨利避害式的邊界式認同。
生活樣態方面的認同與選擇，在香港人

身上可以看到有種慣性在裡面。不能用對
錯、好壞來二分。比如說，下午茶習慣。
帶有民主主義、主觀凌駕意識的人以為這
是邯鄲學步、食洋不化、東施效顰。這種
說法與我們過去盲目排外的做法是一樣
的。現在，香港人的認同逐步在內移。怎
麼說呢？——九七之後的茫然與不信任使
許多人情願客居他鄉，靜觀時變。十年之
後的香港依然茁壯成長，特別是外匯儲備
高居世界前十，政策方面也是保持不變，
整個社會穩步前進，心動不如行動，很多
人回歸故里，另圖新謀。2008年的一場場
金融巨浪，把香港人依賴股票、房地產獲
取的幾位元數字和腰桿稀
釋到了一種幻影當中。當
這種幻影慢慢變為現實
時，在明顯感受到內地不
遺餘力的幫助和支持時，

香港人的感恩心理、國家意識、民族情
結，再結合奧運會的氣勢磅礡，更讓香港
人對於華夏兒女、東方文明、中華祖國的
認同應該是與日俱增。
當然，歷史遺留下的英國文化親情性自

然不會很快蒂落，即使不，世間哪種文化
是單一純種呢？
所以文化單一性方面的故步自封與文明

純潔方面的狹隘思辨在全球化時代、在文
化互滲時代、在文明溶解時代都是不容再
有的，最主要的是如何生活得輕鬆、自
如、安逸才是最值得考慮的。當下人們所
謂理性的物質追求所帶來的不理性的日常
生活中忙碌與焦灼才是最為關注的。所
以，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偏向任何一方，
在此言說都是多餘。

來香港之前，馬建福自以為香港人受

英國殖民文化影響，一定會像自己見過

的英國人一樣，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

密，說得嚴重些，就是個人隱私。

英國人的個人隱私，他記得當年從

《英美概況》課本中學到，包括年齡、婚

姻狀況、家庭背景、收入情況等等。所

以，每每遇到英國人，自己也模仿他

們，整整衣衫，看看天空，再抿㠥嘴，

微微一笑，出口一句：哈嘍，今天天氣

不錯，你說呢？或者乾脆來一句：你好

嗎？不痛不癢地問候，即使被問者腰酸

腿疼，病懨懨難以直立，問者也是無心

顧及，自己忙碌，哪管他人門雪瓦霜？

香港人是不是同樣如此事不關己高高掛

起呢？

他說，剛開始與香港人打交道，自己

也是同樣謹小慎微，見面有理有節，推

人千里之外，很是客氣地說一些天氣、

地勢、空氣、股市的話，以為香港人的

交往僅此而已，因為彼此畢竟每天忙

碌，熱鍋螞蟻，賺錢要緊，即使已經家

有萬貫，還是心窮不盡，居安思危、惶

惶不可的忙碌生活。交往多了，才知道

香港人的確備受英國鬼佬文化影響，不

過多是所謂去粗取精，汲取優良的那

種。

譬如說，香港人的英文水準，對於借

鑒有英文文字的科技、思想往往駕輕就

熟，可謂信手拈來，自然如魚得水。這

一優勢，打造了香港之最大特色，所以

不管來者從地球哪端，常常會有賓至如

歸之感覺。那麼香港人有沒有屬於自己

的文化呢？

他自己曾以為全球化是西方化和被同

化的過程，所以以為全球化猛於虎，拒

之而後快。其實不然，香港應該是最好

的明證。雖然歷經歐美文化的侵染，香

港人剛開始都是趨之若鶩，舉目仰望，

以為上帝天使親臨光地，紛紛東施效

顰。那時可能也有香港人忿忿不平地大

聲疾呼，要香港人為保護自己文化之源

遠流長，萬不可盡棄自己，而淪為別人

之奴婢。豈料鬼佬來港，還是盛氣凌

人，自以為高人一等，不可一世。不僅

如此，他們還用其慣用手段即借刀殺

人，生怕自己在港一命嗚呼，招募大量

印度人來港治理，所以生得香港人位居

其次，於是就有了自己身份的認同與自

己存在價值的形塑，尤其值得記述的

是，香港人從此不再失去自己，也才有

了今天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港人文

化。

英倫三島與香港可謂遙遙千里，正應

了那句話「鞭長莫及」。香港雖然地接中

國內地，但是兩地各自戒備森嚴，彼此

不通。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生成了一

種華夏文化之根不斷，歐美文化之情不

禁的特點。

常有人說香港乃一文化沙漠之地，在

筆者看來，也是說的輕率了一些，原因

是香港並沒有盡棄華夏文化（其實對華

夏文化有個非常好的保護和延續），同樣

還接受外來文化，猶如色澤鮮豔，各自

清晰可鑒的沙拉拼盤，一粒粒仔細剝

落，依然清清楚楚，毫不含糊。這也是

香港人的優勢，我行我素之氣受外來文

化影響，自由生活，不再瞻前顧後，謙

虛謹慎之節乃華夏文化內涵，做事得

體，不再擔驚受怕。

文：徐全香港人「隱私」談

一個內地學生
的香港隨筆

馬建福，是一位來自中國寧夏的回族留學生，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課程。他將自己近年來對香港社會生活的思考寫成了一份香港隨筆。從這個內地留

學生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生活的另一方面，也能夠以全新的視角去體驗自己

日常生活的每一點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圖片為資料圖片

■九龍清真寺是馬建福常去的地方

■馬建福來自遙遠的寧夏

■就讀於中文

大學的馬建福

■馬建福文集封面 ■馬建福曾在《回族文學》

上發表過作品

■一家人圍桌吃

飯比坐擁萬貫家

財更心滿意足。

■看煙花成為港人的喜慶節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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